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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洞中的青春

陈　果
（中国水电七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９１）

摘　要：这里是现今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工隧洞群；这里有绵延１７公里的地下引水隧洞；这里被飞石、粉尘、危险、轰鸣

的机器声和不分四季的“大小雨”包围；但在这里，却坚守着一群平均年龄不超过３０岁的中国水电建设者。他们用无悔的青

春诠释出水电人勇于奉献的精神。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的笑容泪水，他们的坚持不懈一并孕育在这条隧道深处，可幸福之

花却开满世间。

关键词：水工隧洞群；看不到太阳；再难都得上；以后再弥补

中图分类号：ＴＶ７；Ｉ２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Ｄ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１８４（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２４０２

　　这里是现今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工隧洞
群；这里有绵延１７公里的地下引水隧洞；这里被
飞石、粉尘、危险、轰鸣的机器声和不分四季的

“大小雨”包围；但在这里，却坚守着一群平均年

龄不超过３０岁的中国水电建设者，他们用行动孕
育光明，让青春在锦屏闪光。

巍巍锦屏，卓然屹立，山间古道，江水云天。

雅砻江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盘绕于锦屏山间，环抱

着这片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锦屏二级水电站位

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盐源、冕宁三县交

界处的雅砻江干流锦屏大河湾上，总装机容量

４８０万千瓦。它是雅砻江上水头最高、装机规模
最大的巨型水电站，同时也是四川省境内除界河

外最大的水电站。４条总长近１６．７公里长的引
水隧洞横穿锦屏山，构成了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

的水工隧洞群，高地应力带来的高压大流量涌水，

更是困扰隧洞掘进的“拦路虎”。自２００９年中国
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锦屏二级水电站引

水隧洞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锦屏项目部”）承

建东端１号、２号引水隧洞工程项目以来，业绩背
后承载着施工者无数的艰辛，赞誉之下凝聚着参

建者不懈的努力，成为锦屏屹立不倒的坚守者。

“看不到太阳的工作”

“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只要能到一个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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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工作就行！”。大学毕业不久就分来一线

的技术员韩文丰说。不错，他们的“办公室”就设

在锦屏山地下２５００米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
隧洞中。每个进过引水隧洞的人，无不被那艰苦

的工作环境震惊。但是在众多施工班组中，锦屏

项目部漆巨洪班组却显得格外突出。这支由４７
人组成的施工队，人员年龄从２１岁到４０岁不等，
因共同的梦想集聚在这里，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自２０１０年２月调入锦屏二级水电站以
来，多次完成“急、重、险”施工任务。在这里“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口号变成

一个誓言，激励着全体队员勇往直前。

锦屏引水隧洞工程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涌水

点多、面广，位于高海拨地区，洞内长年潮湿泥泞

难行，洞壁内管线密布，向内绵延不见其端，各种

施工设备２４小时轰鸣作响，空气中布弥漫着油
烟、粉尘，而时不时冒出的地下涌水，更是将整个

工地变成了 “水帘洞”。在这里，一年四季，雨衣、

雨靴、安全帽是队员们永远不变的穿衣装束；在这

里，别说工作，哪怕只是呆上几个小时，对人的身

心都是一种极端考验。在这里漆巨洪和他的队友

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在异常紧迫的工期下、在

终年不见天日的１号引水隧洞１０．３公里处工作
面，克服了系统水电供应故障、交通堵塞、地质条

件差等重重困难，在３３天里完成了钻孔５２８０米，
灌浆３５２０米的任务，打赢了这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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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难都得上”

这支驻扎在锦屏二级水电站的“铁军”，将责

任融化到血液里，把口号落实在行动中，用默默的

奉献与坚守捍卫着水电人的神圣誓言。

２０１０年３月，隧道开挖单位在１号引水隧洞
１２．７公里附近，开挖揭露出以南侧边墙天然溶蚀
空洞为主要出水点的集中出水带，起初始总出水量

约１．０９立方米／秒，汛期到来时，后期总出水量超
过了１．５立方米／秒，经专家现场勘查后，被确定为
令业界头痛的超高渗透压力及超大流量出水带。

面对业主下必须在９月３１日前达到可控排放的限
时令，机长漆巨洪主动请缨，并立下“军令状”。

由于１号引水隧洞采用的是 ＴＢＭ（全断面隧
道掘进机）掘进施工方式，没有形成好的路面，加

上强涌水，整个轨道全部被水淹没，施工人员要想

进入１号引水隧洞，必须先从２号引水隧洞经排
水洞转入１号引水隧洞。无路可走，车辆不通，意
味着所有设备必须靠人抬肩扛一点点的搬运到工

作面。“再难都得上！”漆巨洪向全体队员下了死

命令。随后，队员们兵分两路，一队下到齐胸深的

水中搭架子，铺竹胶板，用大油桶作船，铺设便道。

另一队采取肩挑背扛的方式，将大型施工器械化

整为零，运往工作面，再重新组装启用。

就在大家都为进场而松口气的时候，一个更

大的难题又摆在了队员们的面前：由于１号引水
隧洞底内设有铁轨，有专门的小火车运送施工人

员和设备进出场，而出水点多位于腰线上，必须要

搭设排架才能施工，当有大型设备经过时，就要拆

除排架，然后再重新搭设，而其他附属的临建也得

跟着被拆除。从５月份的物探孔施工，到分流孔
施工再到最后的大模袋施工，前前后后一共拆除

和重新搭设了５次排架，其中还包括了９０米长的
排架搭设，即便如此，队员们也总是乐观地戏称这

是在进行排架搭设和拆除的“联合军事练习”。

７月底，物探孔、分流孔、小模袋下设及浅层
固结灌浆等施工全部准备完毕，“大会战”的时刻

到来了，大家心里都憋足了干劲。超高渗透压力

及超大流量这些难题摆在面前，既是压力也是挑

战。漆巨洪和他的组员们两班倒，轮流施工。漆

巨洪更是每天都“钉”在工作面上。功夫不负有

心人，终于在第七次安装模袋成功。

８月１２日下午，随着１号引水隧洞１２．７公
里集中出水点最后一个控水阀安装完成，整个工

地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在场的业主、设计和监

理人员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经过几个月的连

续奋战，这股横冲直撞、桀骜不逊的“水龙”，终于

被队员们降服了！在实现涌水可控排放的同时，

比业主要求的时间缩短了１８天，为后续处理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后再弥补”

漆巨洪和他的队员们，将汗水挥洒在了锦屏

这块土地上。这群平凡的水电人，成就了不平凡

的事业，在许多难以想象的艰苦中默默奉献。他

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作为十六岁就独自离家，长年在外工作的人

来说，漆巨洪对家人是万分愧疚的。他的父母、妻

子和一对女儿至今都生活在重庆江津市李市镇农

村。新婚不久，他就来到水电七局从事最为艰苦

的钻孔灌浆工作，一干就是十五年。孩子刚上小

学，妻子就为了生计，外出打工，女儿由两位年迈

的老人照顾。常年在外，有的时候思念家人想打

个电话，却因隧洞信号中断作罢。时间久了，孩子

也对他十分生疏，产生了隔阂。说到这里，他眼圈

一红，苦笑道：“有机会真想参加一次孩子的家长

会！我这个当爹的也没尽到多大的责任，真是对

不住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只有以后再弥补了！”

班长唐其明有空时，就会看看放在自己的床

头的照片，一家三口笑得格外的甜。不过小家伙

是早产儿，紧急关头自己却在工地未能及时赶回

家，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是妻子心里难解的

怨。谈起父母时，唐班长的表情很苦涩，“这是我

心中最难以面对的，也是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

事。”去年上半年，父亲被查出患有胆结石，平时

靠药物控制，今年病情突然恶化，必须马上手术，

母亲腿脚不便，妻子生病在家，一个又一个电话催

他回家，而工地上正是抢工期的关键时候，“大家

都没走，我作为班长，怎么能走呢？”。最终他还

是没回去，让妻子带病照看父亲。为此，妻子还和

他吵了一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干上了

这一行，那就得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家里面，只有

期待他们能多多体谅体谅了。”他低声说道。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水电事业的热爱，才使他

们变得如此强大。强大到足以抵御隧洞的阴冷，

不畏惧任何艰险，日日夜夜驻守在大山大河之间。

他们用无悔的青春诠释出水电人勇于奉献的精

神。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的笑容泪水，他们的坚

持不懈一并孕育在这条隧道深处，可幸福之花却

开满世间。 （责任编辑：卓政昌）

陈　果：隧洞中的青春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